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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DI公司最新推出的锂电池监控和保护系统，集成了包括电压和电流测量、

信号隔离以及安全监控在内的所有必需元器件，可满足锂电池制造商和电源系

统设计师的各种需求。随着面向高压能源、工业和汽车领域的能源储存应用如

风力发电、光伏电池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，锂电池的应用日益普遍，进而刺

激了对更安全、更高性能电池监控和保护系统的需求。具体到我国的情况，动

力电池，尤其是锂电池，是我国重点低碳行业近期及未来关注的焦点。当前，

我国是全球第二大锂电池生产国。随着产业升级，我国从业者必然会从ADI公司

的方案中受益。    

  与镍氢电池相比，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/重量比，在多次充放电周期中，

能够提供更高效的存储容量，并且在不用时电荷泄漏较少。另外，与传统高压

应用的镍氢电池不同，采用锂离子技术的电池组由大量的单个电池单元堆叠而

成，电压可高达几百伏。为了确保使用者的安全，改善电池性能并延长续航时

间，必须对每个电池单元进行监控和平衡。ADI公司最新的锂电池监控和保护系

统除了能够实现上述功能之外，还使电源系统设计师能够替换昂贵的分立器件

方案，降低功耗并减小系统空间。    

  “锂电池监控必须得到高度重视。笔记本电脑应用中出现的自燃现象，原

因就在于没有正确地监测到过压峰值，”ADI公司精密信号处理部门总监

SteveSockolov说，“尽管电池制造的质量得到了改善，但在任何能源、工业或汽

车应用领域中，保护电池免受过高温度状况下的损害仍然至关重要。作为能

源、工业和汽车行业的领先供应商之一，ADI公司具有相关的系统专业经验以及

合适的元器件方案，能够帮助客户解决与电池监控和安全性有关的各种设计挑

战。”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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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DI能够为整套锂电池监控和安全系统提供所需的主要元器件：  

  • 电压测量器件——监控和平衡每一个电池单元(AD7280)  

  • 电流测量器件——监控电池组的电流(ADuC703x或AD821x)  

  • 隔离器件——穿过高压栅，将测量信号送到电池管理单元(ADuM140x或

ADuM540x) 

  • 安全监控器件——实现故障-安全电路，为用户构建安全环境(AD8280)  

  • 电池管理单元——控制和管理电池功能，以实现最优化的工作状态

(BlackfinADSP-50x) 

  新产品：集成式锂电池安全监控器AD8280    

  这一锂电池监控和保护系统包括一个安全监控器——AD8280，该器件也同

期正式发布。这款全新的监控器为设计师提供了他们开发完整电池监控和保护

系统前端所需的最终解决方案。AD8280为集成式解决方案，可监控六个电池单

元的电压和两路温度输入。该器件由电池组供电，可以针对过压、过温或欠压

这三种状况中的任何一种提供共享式或单独式报警。其它优势包括：    

  • 根据命令进行广泛的自测试，能够促进提升设计师在满足像ISO26262和

IEC61508这类功能性安全需求方面的能力    

  • 大范围连续的行程点设置，为适配各种不同材料的锂电池提供了灵活度  

 

  • 灵活的安全监控配置    

  • 菊花链通信选项，使得对高压单元中隔离器的需求减至最少    

  • 低功耗模式，将不工作时的电池漏电减至最低    

  • 符合AEC-Q100和EMI(电磁干扰)标准，适用于汽车应用  

  （来源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 2010年4月02日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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